
表 ３　 接触组与对照组 ＣｈＥ 和 ＡＬＴ 比较 （ｘ±ｓ） Ｕ ／ Ｌ

组别 人数 ＣｈＥ ＡＬＴ

对照组 １７０ ９ ２５４ ２６±２ ０１９ ３８ 　 ３５ ５１±９ ７５　

接触组 １２０ ２ ５８６ １９±１ ２１５ ７２∗ ６２ ３７±１５ ２０∗

ｔ 值 ３２ ２７ １８ ３２

注： ∗， 与对照组比较， Ｐ＜０ ０１

３　 讨论

本次调查的某油田矿区服务系统 ６ 家物业单位绿化农药

喷洒作业情况， 基本反映其农药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状况。 农

药喷洒作业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作业项目， 调查发现各单

位农药作业职业卫生管理均存在较多问题， 多数单位为喷洒

农药工人配备的是普通纱布口罩， 个别作业现场工人戴防尘

口罩， 只有少数配备符合要求的防毒面具； 各单位均未给工

人发放防液体渗透功能的化学品防护服； 防护措施、 应急设

施、 辅助卫生用室、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均不符合

职业卫生法规和标准要求。 接触组人员相关自觉症状较突出，
ＣｈＥ 值明显低于对照组， ＡＬＴ 值明显高于对照组， 工人存在

罹患职业病的风险。 提示该油田 ６ 家物业单位使用农药作业

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亟待改进。
从防护措施角度考虑， 各单位应规范职业卫生管理， 为

工人配备符合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品， 选用质量有保证、 密闭

性好的喷药设备， 尽可能使用自动喷药设备， 推广无药防虫

技术和使用无毒或低毒农药代替高毒性、 高危害农药， 严格

控制高毒农药的使用， 禁止使用限制药品及可疑致癌物、 可

引发致病性后遗症药品。 在本调查评价的基础上， 我们提出

了该油田改善农药使用防护指南。 并对低毒害灭虫农药进行

筛选实验。 结果显示， 使用低毒的可溶性苦参碱防虫效果较

佳， 优于 （或接近） 常用的 ５％灭幼脲、 氧化乐果和敌百虫防

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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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采用职业流行病学方法对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徐州铁

路固定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显

示， 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覆盖率均为 １００ ００％， 且监测

合格率呈螺旋式上升趋势 （ χ２ ＝ ８０ ８６， Ｐ＜０ ０１）。 其中， 电

焊烟尘、 其他粉尘、 高温和噪声监测合格率上升最明显 （Ｐ
＜０ ０１）， 化学毒物则较平稳， 职业病危害因素得到有效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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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铁路的跨越式发展及 《职业病防治法》 颁布实

施， 铁路作业场所职业病防治工作不断加强。 徐州铁路疾控

部门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 日—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徐州铁路辖

区内固定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开展检测， 并对其检测结

果的变化趋势采用职业流行病学描述性分析， 为铁路职业卫

生管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依据徐州铁路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检测， 对其固定作业场所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 （强度）
检测结果进行职业流行病学描述性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 χ２检验进行数据处理，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情况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合格率呈螺

旋式上升趋势 （ χ２ ＝ ８２ １１， Ｐ＜０ ０１）， 其中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合格率均为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９ 年最低

（４９ １８％）；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覆盖率均达到铁路职业病

防治规划的要求 （１００ ００％）； 各类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监测

合格率中化学毒物最高、 粉尘次之、 物理因素最低， 年均监

测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３５ ３０， Ｐ ＜ ０ ０１）。 见

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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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徐州铁路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情况

年份
粉尘 化学毒物 物理因素 合计

监测点数 合格点数 合格率（％） 监测点数 合格点数 合格率（％） 监测点数 合格点数 合格率（％） 监测点数 合格点数 合格率（％）

２００１ ３４ ３１ ９１ １８ １４ １４ １００ ００ ４１ １８ ４３ ９０ ８９ ６３ ７０ ７９

２００２ ３０ ２８ ９３ ３３ １１ １１ １００ ００ ２７ １５ ５５ ５６ ６８ ５４ ７９ ４１

２００３ ３２ ３２ １００ ００ ４ ４ １００ ００ ３０ １３ ４３ ３３ ６６ ４９ ７４ ２４

２００４ ３７ ３４ ９１ ８９ １１ １０ ９０ ９１ ２１ １０ ４７ ６２ ６９ ５４ ７８ ２６

２００５ ３６ ３３ ９１ ６７ ６ ６ １００ ００ １８ ４ ２２ ２２ ６０ ４３ ７１ ６７

２００６ ３６ ３３ ９１ ６７ ６ ６ １００ ００ １８ ４ ２２ ２２ ６０ ４３ ７１ ６７

２００７ ２３ ２１ ９１ ３０ ３ ３ １００ ００ ２４ １６ ６６ ６７ ５０ ４０ ８０ ００

２００８ ２３ ２１ ９１ ３０ ３ ３ １００ ００ ２１ ７ ３３ ３３ ４７ ３１ ６５ ９６

２００９ ２８ １１ ３９ ２９ ２ ２ １００ ００ ３１ １７ ５４ ８４ ６１ ３０ ４９ １８

２０１０ １９ １０ ５２ ６３ ２ ２ １００ ００ １６ １５ ９３ ７５ ３７ ２７ ７２ ９７

２０１１ １２ １２ １００ ００ １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５ １３ ８６ ６７ ２８ ２６ ９２ ８６

２０１２ １４ １１ ７８ ５７ １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６ １５ ９３ ７５ ３１ ２７ ８７ １０

２０１３ １２ １１ ９１ ６７ １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６ １６ １００ ００ ２９ ２８ ９６ ５５

２０１４ １３ １３ １００ ００ １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６ １６ １００ ００ ３０ ３０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５ １２ １２ １００ ００ １ １ １００ ００ １６ １６ １００ ００ ２９ ２９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６ １０ １０ １００ ００ ０ ０ ０ １６ １６ １００ ００ ２６ ２６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７ １０ １０ １００ ００ ０ ０ ０ １４ １４ １００ ００ ２４ ２４ １００ ００

合计 ３８１ ３３３ ８７ ４０ ６７ ６６ ９８ ５１ ３５６ ２２５ ６３ ２０ ８０４ ６２４ ７７ ６１

χ２ 值 ９７ ６５ ５ １７ １１４ ４４ ８０ ８６

Ｐ 值 ＜０ ０１ ＞０ ０５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２ ２　 生产性粉尘监测情况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生产性粉尘监测合格率呈波浪式上升趋势

（ χ２ ＝ ９７ ６５， Ｐ＜０ ０１）， 其中，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１ 及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

作业场所生产性粉尘监测合格率均为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９ 年最低

（３９ ２９％）； 各种生产性粉尘年均监测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χ２ ＝ ７８ ３５， Ｐ＜０ ０１）。 其他粉尘监测合格率最高、 电

焊烟尘次之， 矽尘监测合格率最低 （仅 ２００１ 年为 ２５ ００％，
２００２ 年为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及 ２００６ 年均为 ０， 合格率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５ ６３、 Ｐ＞０ ０５）， 历年电焊烟尘

监测合格率呈上升趋势 （ χ２ ＝ ９３ ５９， Ｐ＜０ ０１）， 其他粉尘监

测合格率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５６ ９９， Ｐ＜０ ０１）。 见表

１、 ２。
２ ３　 化学毒物监测情况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化学毒物监测合格率较平稳， 除 ２００４ 年合

格率为 ９０ ９１％、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无化学毒物监测点外， 其

余均为 １００ ００％。 各种化学毒物间年均监测合格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χ２ ＝ ５ １７， Ｐ＞０ ０５）。 化学毒物中苯及同系物监测

合格率最低， 其余均为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硫酸作业合

格率 均 为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 氨 作 业 合 格 率 均 为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４ 年汽油、 苯及同系物作业合格率分别为

１００ ００％、 ５０ 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年铅及化合物作业合格率均

为 １００ ００％。

表 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徐州铁路作业场所

电焊烟尘、 其他粉尘监测情况

年份

电焊烟尘 其他粉尘

监测

点数

合格

点数

合格率

（％）
监测

点数

合格

点数

合格率

（％）

２００１ ２０ ２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 １０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２ ２０ ２０ １００ ００ ８ ６ ７５ ００
２００３ ２４ ２４ １００ ００ ８ ８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４ ２３ ２１ ９１ ３０ １３ １３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１ ２０ ９５ ２４ １４ １３ ９２ ８６
２００６ ２１ ２０ ９５ ２４ １４ １３ ９２ ８６
２００７ ２１ １９ ９０ ４８ ２ ２ １００ ０
２００８ １７ １６ ９４ １２ ６ ５ ８３ ３３
２００９ １７ ５ ２９ ４１ １１ ６ ５４ ５５
２０１０ ９ ４ ４４ ４４ １０ ６ ６０ ００
２０１１ ６ ６ １００ ００ ６ ６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２ ８ ５ ６２ ５０ ６ ６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３ ６ ５ ８３ ３３ ６ ６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４ ６ ６ １００ ００ ７ ７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５ ６ ６ １００ ００ ６ ６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６ ６ ６ １００ ００ ４ ４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７ ６ ６ １００ ００ ４ ４ １００ ００
合计 ２３７ ２０９ ８８ １８ １３５ １２１ ８９ ６２
χ２ 值 ９３ ５９ ５６ ９９
Ｐ 值 ＜０ ０１ ＜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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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物理因素监测情况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物理因素监测合格率呈波浪式上升趋势 （χ２

＝１２４ ４３， Ｐ＜０ ０１）。 其中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作业场所物理因素监

测合格率均为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年最低 （２２ ２２％）； 各物

理因素年均监测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７１ ０１， Ｐ＜
０ ０１）。 物理因素中噪声监测合格率最高， 高温最低 （２００１ 年

为 ５ ８８％，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６ 年 均 为 ０，
２００９ 年为 ５０ ０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均为 １００ ００％， 合格率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３７ ２１、 Ｐ＜０ ０１）； 历年噪声合格率呈上

升趋势 （χ２ ＝１０５ ７７， Ｐ＜０ ０１）； 见表 １、 ３。
表 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年徐州铁路作业场所噪声监测情况

年份 监测点数 合格点数 合格率 （％）

２００１ ２４ １７ ７０ ８３
２００２ ２０ １５ ７５ ００
２００３ ２３ １３ ５６ ５２
２００４ １８ １０ ５５ ５６
２００５ １６ ４ ２５ ００
２００６ １６ ４ ２５ ００
２００７ ２２ １６ ７２ ７３
２００８ １９ ７ ３６ ８４
２００９ ２９ １６ ５５ １７
２０１０ １５ １５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１ １４ １２ ８５ ７１
２０１２ １５ １５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３ １５ １５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４ １５ １５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６ １５ １５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７ １４ １４ １００ ００
合计 ３０５ ２１８ ７１ ４８

３　 讨论

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的主要目的是掌握生产过

程中存在有害因素的种类和来源。 本调查分析结果显示， 徐

州铁路辖区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合格率呈螺旋式上升趋

势， 以物理因素和粉尘监测合格率上升最明显， 化学毒物监

测合格率变化趋于稳定， 与胡琼等［１］ 报道相一致。 各职业病

危害因素中以电焊烟尘、 其他粉尘、 高温和噪声监测合格率

上升最明显， 硫酸、 氨、 汽油、 铅及化合物监测合格率变化

趋于稳定。 《职业病防治法》 颁布与实施的十余年来， 徐州铁

路疾控部门积极按照铁路制定的每个五年职业病防治规划要

求， 定期开展辖区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工作， 为长

期、 动态、 持续地开展监测工作积累了基线数据［２］ ， 强化地

区及部门间协作， 促进作业场所中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工作

均衡、 协调、 有序、 科学地开展［３］ 。 同时， 采取不断加大辖

区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治理投入力度， 逐渐健全职业卫

生制度［４］ ， 改善作业环境质量， 完善防护设施使用等综合措

施， 促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合格率不断上升， 职

业病危害得到有效的控制， 职业病防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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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疾病防治中心， 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０００）

　 　 摘要： 采用现况调查方法对 ２０１６ 年某工业园区乡镇小微

企业职业病危害现状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２０３ 家小微企业主

要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噪声、 其他粉尘、 电焊烟尘、 紫

外 辐 射， 分 别 占 企 业 总 数 的 ７６ ８％、 ５２ ２％、 ２２ ７％、
２２ ７％； 且主要分布在私营企业通用设备及专用设备制造业

中。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合格率为噪声 ６９ ４％、 粉

尘 ９８ ０％、 化学因素 ９８ ６％； 职业卫生管理执行率最高为个

人防护用品的配备、 最低为张贴警示标识， 且除职业病危害

项目申报情况外，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提示该乡镇小微

企业职业病危害管理工作仍需完善， 建议监管部门应加强对

小微企业职业卫生工作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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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了解某工业园区内小微企业的职业卫生情况，

本文通过制定小微企业职业卫生基本情况调查方案， 对辖区

内某乡镇小微企业职业病危害现状进行调查分析， 从而为相

关部门进一步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依据 ２０１６ 年某工业园区开展的生产型企业普查工作及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１］ ， 选择某乡镇小型企业和微型企

业 （以下简称小微企业） 共计 ２０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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